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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走到梅州聯會的中環會所，發現原來有一班太太
們正在上瓷畫班，看她們專心的樣子，令筆者也想湊熱
鬧，跟外國老師上堂，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等了一
會，余鵬春突然出現，他說：「對不起，因為司機放
假，代班的又行錯路。」如果他不出現，筆者可能真的
去問老師可否教我畫畫。

問：你要打理國貨公司，又是梅會聯會會長，也有其他

公職，時間如何分配？

余：說真的，這幾年放在公司的時間少了，大約15%左
右，一來有很多人分擔了我的日常工作，同事們都
很專業，二來可以用iPad、iPhone或網絡來處理很多
業務，不需要像以往一定要親身出現才可以完成工
作，用手機也可以開會、覆電郵等。而這兩三年的
確放在梅州聯會的時間多了，又有其他公職，有很
多小組會議要開。

問：你如何管理國貨公司？

余：公司的經營和以前已有很大的不同。最初加入裕華
時，的確是家庭式管理，但時代不同，公司也要
改，所以要引領公司從家族式向現代企業轉型，注
入新的經營理念，逐項改善。
我想說的是，有些傳統是要Keep的，但也要面對時
代的轉變，好像國貨這個名，我們之前也想過要不
要Keep，是不是要轉為百貨，最後還是Keep國貨，
因為我們賣的是Chinese Products，但也有人會問怎
樣才是中國製造的產品，是指生產地、材料，還是
擁有權。我們就說報海關時，你要填上Made in
China嘛，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出產太多東西，很多國
際公司的產品也是在中國生產，很多大品牌也在中
國設廠，所以才會問我們賣的是不是中國貨。

其實，國貨公司是很多人的集體回憶，是一個標
誌，大家可能會對國貨公司有一個既定的印象，例
如一定會賣中成藥、工藝品及中國傳統食品等，正
正是因為國貨公司賣這些不會在中舨百貨公司找到
的物品，所以這是國貨可以生存的原因，也是和百
貨公司不同的地方。

問：國貨公司真的在中國開設嗎？

余：大部分國貨公司是在內地解放初期開始陸續開設
的。以國貨公司的數量來說，上世紀80年代達到巔
峰，1980年，香港有84家國貨公司，到了1985年，
公司的數量減至59家，一些中小型的公司陸續結
業。隨 時代發展，競爭也愈來愈強，面對眾多百
貨公司，以及港人購物口味的轉變，使部分中小型
國貨公司因生意欠佳而結業，再加上地產大旺，物
價高升，轉型為大型商場、辦公樓等的收益比繼續
經營國貨公司大得多。因此，我一直都覺得國貨公
司和香港的社會歷史很有關係。

問：但你又很落力去推廣客家文化，為甚麼？

余：其實我自小就受到客家文化耳濡目染，父母不諳廣
東話，在家講客家話，母親煮得一手很好的客家
菜，好像梅菜扣肉、燜豬肉、釀豆腐、鹽焗雞等，
她又會自己釀米酒，而太太也是客家人，她的客家
菜也不錯。就算在公司，也有不少同鄉，我記得以
前開會時，他們也會講客家話，好像是官方語言一
樣，所以不少資深員工，就算不是客家人，也會聽
客家話。
我記得二十多歲從澳洲回港後，才跟家人首次回
鄉，以前內地還未發展，要坐很久車才到達，用了
大半天時間才回到村裡，那裡設施很簡陋，衛生又

差，所以我那時被嚇倒了。但我對家鄉的感情仍
在，尤其是每次回到祖屋，感覺便與別不同，因為
父母會為我引路，介紹他們初次邂逅的地方，好像
重新認識家族歷史一樣。
內地發展迅速，生活質素不斷提升，交通變得完
善，我在大約六、七年前加入香港梅州聯會，所以
從幾年才回鄉一次，到現在頻頻兩地走，有時甚至
每個月都回梅州一次。
香港約有二百多萬客家人，佔了全港人口近三成，
可說是人多勢眾。但一直以來，很少香港人談論客
家文化。因此我要做點東西去推廣客家文化，好像
之前舉行的客家美食文化節、香港客家文化節等活
動，給更多非客家人認識客家文化。而我又同時透
過梅州聯會，加強自己的人際聯繫，加強族群信
息，以文化作為手段，是很好的方法，最易被人接
受。

問：我知道你也對梅州做了很多工作，是嗎？

余：我們會舉辦「愛心傳送」計劃，資助梅州當地約二
百個生活貧困的學生的第一年學費，又舉辦青年學
生來港交流活動，資助當地幹部來港學習等。我還
想協助當地發展旅遊業，一來可以發展當地的經
濟，二來可以讓人認識梅州，因為我總覺得自己有
責任為梅州做些東西。

最後，替余鵬春拍照時，突然想到不如叫他和太太合
照一張，他立即照辦，筆者發現他倆原來很有夫妻相。
他這個客家人，很讓人喜歡，與他相處給人一種家的感
覺。正因為有不拒人於千里的心，才有容人於家中之
品，能夠認識他是一種福氣。

賈平凹著述甚多，他從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
年開始從事專業創作，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達300
餘種。著有長篇小說《商州》、《妊娠》、《廢都》、

《秦腔》等，當中給人最深印象的應是《廢都》。賈平
凹的文字多次和電影結緣，多部作品被搬上銀幕。他
的作品也被持續關注 ，一個個簡單的文字仿若有了
生命，承載起陝西人的生活和靈魂。它們出自哪裡？
讓我們走進賈平凹的寫作世界。

問：曾看過一些關於你的介紹，你說自己內心是比較

孤獨的一個人，但在現在的社會上，要保持孤獨

的創作狀態容易嗎？

賈：現在社會誘惑太多，特別忙亂，要安靜下來，寫
一個東西，確實不容易。但實際上，孤獨我覺得
也是根據個人情況來看的，我是不愛熱鬧的人，
但是有些活動，你還是得去，你去了後，反倒越
熱鬧的地方，你覺得愈無聊、愈沒意思。人在這
個社會上很難得到清靜，很難保持自己的心靈平
靜，孤獨起碼要獨，現在卻有很多東西讓你無法
獨，所以只能盡量找一個寧靜的寫作環境，關鍵
是寫的時候心要靜下來，睡覺不是說眼睛睡 ，
是心先睡 。

問：你對文字的感覺是天生還是後天培養的？

賈：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先天性的，後天當然也很重
要。世上作家特別多，有些作家寫得有意思、有
味道、有趣味，有些讀起來，就覺得很受罪，叫
人覺得受罪的那個作家，他不一定在這方面能做
出很大的成績來。每個人能活在世上，他身上都
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才能，只是尚未挖掘或發現。
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你的愛好和你的職業並不統
一，這是很痛苦的事，比如說我愛寫作，現在老
叫我長跑或短跑，我累死了也跑不到第一名。因
此人們必須各司其職，你這個材料用在適當的地
方，就能發揮其作用。

問：你有這麼大的成就，但你待人處事特別謙和，這

是否就是你一直堅守的創作原則和做人的原則？

賈：我幾十年都在文壇回蕩 ，很多人說，你為甚麼
能那麼長時間還在這裡、還在寫。我說一個方面
要關心這個社會、關注這個時代，和這個社會保
持 鮮活的關係。另外我每年有空就跑到鄉下
去，因為我主要寫農村，到鄉下跑一跑，看看基
層社會是甚麼樣子，基層人的社會情緒到底是甚

麼樣，然後有機會再到北京、上海這裡現代化城
市，去感受目前最時尚的東西，就是抓兩頭，對
中國整個社會有一個鮮活的把握。寫作要耐住不
停想突破，一定要把語感抓住，不要感覺麻木，
想像力遲鈍、枯竭了，你看啥都沒有興趣了，寫
啥都沒有彈性了，就不行了。這兩方面，我做得
還不錯，所以說，覺得還有啥東西要表達、要
寫，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創作的慾望
一直都在。

問：很多讀者都認為你的作品承載陝西人的生活和靈

魂，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特別是《秦腔》，你要

用陝西話來讀，才能讀出味來，你自己又有甚麼

看法？

賈：經歷環境對一個物種起到很大的作用，走到陝北
是另外一種東西，走到關中是另一個東西，走到
陝南又是另一個東西，經歷的環境不一樣，情況
也不一樣。《秦腔》出來的時候，我也害怕，陝
西人能看進去，外地人又能不能看進去？農村人
能看進去，城市人又能不能看進去？後來香港首
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把《秦腔》
評上了，當時我問怎麼能看中？評委實際上沒有

在農村呆過，都在海外生活，他們反倒覺得有意
思。有很多人覺得，作品讀起來，沒有陝西人讀
起來那麼有味道，主要是裡面的文字有地方上的
含義、方言，陝西人讀起來特別有意思，別人讀
起來，恐怕效果會差些。讀者雖然不十分了解當
中描寫的東西，但能領會那個東西，所以讀海外
一些作品會感同身受，海外作品經常寫到多少世
紀前販賣黑奴的情節，中國人從來沒有販賣過黑
奴，但是你讀了，大概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華夏之聲聯合播出的《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
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

（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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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　詩書畫裡的大寫人生

如果大家認識香港裕華國貨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

的話，可能會像筆者一樣，認為他和大家想像的很不一樣，因為一說到國貨公

司、梅州等，大家或許會覺得余鵬春傳統守舊、和時代脫節，但筆者可以說不是

──他是很尊重傳統，但不脫節，這可能和他的背景有關。

筆者認識他是因為參加了一些和客家相關的活動及飯局，如早前舉行的客家文

化節等，所以他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個典型的客家人。後來知道他1958年出生

於印尼，童年時代在香港度過，但未讀完小學便到澳洲讀書，大學畢業才回港，

反而未正式住過家鄉梅縣。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個中英夾雜、「西裝骨骨」的斯文人。「我其實是很客家

的，很想大家認識客家文化。」「現在國貨公司和以前已很不一樣。」「你不要叫

我會長，叫PC好了，叫會長很有距離感。」他就是這麼有趣。

■文：曾家輝　攝（部分）：曾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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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鵬 春 出
席 裕 華 國 貨
新 加 坡 店 開
張。

■余鵬春出席香港梅州社團
首長、秘書訪梅考察團。

■在訪問當天，余鵬
春的太太剛巧在梅州
聯會會所上瓷畫班。

■余鵬春指，時代變，國
貨公司的管理及發展也要
變。圖為佐敦道裕華國貨
公司。 資料圖片

遇

上

認識國貨公司以外的客家情

■賈平凹
（右）接受
記 者 訪
問。


